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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各地“研学游”热度攀
升，成为不少中小学生暑期生活的文化
实践。与此同时，景区“人山人海”、排
队“漫漫无期”、学习变成“席地打游
戏”……部分文旅场馆和研学机构资源
供给不足、优质服务欠缺等问题也随之
暴露出来。

这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
首个暑期。面对激增的游客，如何满足
公众对高质量研学游产品的需求，让孩
子们真正“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正在
“升温”的研学游还需更多“冷”思考。

研学需求空前火爆
连日来，记者走进天津的交通场

站、热门景区，总能见到不少肩背小书
包、手拉行李箱的中小学生，满怀兴奋
与期待踏上“研学游”的旅程。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针对9到
13岁的孩子推出“古代中国·通识”系列
课程，以精品馆藏文物为依托，全景式
展现中华文明；在安徽，安徽创新馆开
启暑期研学游，精心设计“科普专线”，
带领学生近距离接触“大国重器”；在山
东，当地推出“鲁南铁道游击”飞虎英雄
集结地主题游线等12条红色研学主题
精品游线，推动红色研学出彩创新……
为了让孩子们玩得开心、学有所获，各
地文博机构拿出“看家本领”，将特色资
源融入研学游课程中，广受游客欢迎。
“研学游比普通旅行团多一些讲解

和课程，孩子们可以在旅游中学习知
识、开阔视野，虽然花费较高，但还是希
望让孩子参加。”一位来自江苏的家长
说，自己两个月前就给孩子报名了北京
的研学团。

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关
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将
研学旅行纳入全国中小学教育教学计
划，社会各界及家长对于研学游的重视
和“热衷”程度显著提升。
“相比以往，今年研学游产品更

为丰富，涌现出自然生态、科技创新、
传统文化、安全健康等多种新主题、
新‘玩法’，一些主题鲜明、规模较小、
安排灵活的研学产品更受青睐。”天
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丽红说。
数据显示，2022年研学旅行人数已

突破600万人次，今年以来表现出更加
强劲的增长势头。携程数据显示，今年
暑期博物馆订单量同比增长232%，研
学旅游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0倍。

文化产业是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南开大学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薄文广等
认为，“研学热潮”的出现，不仅反映出
家长对教育的普遍重视、旅游市场的快
速复苏，更折射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
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对特色、优质文化
资源的兴趣越来越浓。

服务短板有待补齐
预约时“一票难求”，入馆前排队半

日……在研学游需求短期内快速释放
的同时，一些游客也在网络上吐槽起旅
行中的“糟心经历”。多位业内人士表
示，“体验落差”折射出当前公共服务领
域存在一些亟待重视的短板。
——需求激增，考验文旅行业承载

能力。“无论去博物馆还是主题公园，都
要顶着高温排几小时队，有时只看了两
个项目就匆匆返程。”送孩子到外地参
加研学活动的杭州家长王女士抱怨，除
去路上、排队等花费的时间，孩子真正
在研学的时间很有限。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由于游客数量
激增，不少热门旅游地近期出现场馆景
区、餐饮住宿资源紧张等情况，部分机
构准备不足，只好加派人手“熬夜抢
票”，或是临时调整行程安排，容易影响
游客体验。
——人才不足，优质研学项目供

给有限。一些家长称，一些带队老师
“并不专业”，有的项目也“名不副
实”。广东家长杨女士反映，一些研学
团采取“放羊”式管理，孩子们在博物
馆自由活动，有的直接席地而坐打游
戏、刷短视频，一趟旅行下来花费不
低，但收获甚微。
“研学游导师具有教师与导游的

双重职能，既要善于研学辅导，又要
善于旅行组织。但目前市场上的研
学专业人才匮乏，人员素质和教学经

验参差不齐，使研学效果打折扣。”张
丽红说。
——服务欠缺，应对客流热潮“措

手不及”。随着研学游持续“升温”，一
些“黄牛”抢票囤票干扰了场馆景区正
常运营，不少游客反映，餐饮、讲解等配
套服务水平也有待提升。

强化监管规范发展
近日，为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新

需求，切实提升“研学游”的参观体验，
不少博物馆通过延时开放、加强互动讲
解、线上线下联动，应对暑期客流高
峰。例如，故宫博物院近期开始受理未
成年人团队预约参观申请，对未成年人
占85%以上的暑期未成年人团队开放
快速预约和入院通道。

一次充实而难忘的研学，对于孩子
们来说，总是那样值得期待。在很多家
长眼里，研学游作为文旅融合的新业
态，旅游是载体，教育是目的。

多位专家指出，市场需要研学游
创造经济价值，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了
其教育属性和人文价值。未来研学游
市场还需加快制定规范标准、培养更
多专业人才，更好发挥研学游“文化育
人”的功能。

从文化服务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
与社会文物司司长刘洋表示，要加强指
导各地博物馆推出更多高品质、多元化
展览和教育活动，进一步优化服务供
给，满足观众需求。

从行业建设上，张丽红、薄文广等
专家建议，尽快出台研学旅行管理办
法，对研学游组织者开展常态化技能培
训，提升人才专业素养。天津辰一律师
事务所主任常扬认为，可提高机构和从
业人员准入门槛，同时将“问题企业”负
责人列入“黑名单”。

从消费者保护上，家长、学生要避
免盲目选择、增强辨识能力。“消费者
要选择正规机构，了解企业基本情况、
仔细阅读合同细节，发生问题后第一
时间保留证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常扬说。

新华社记者 刘惟真 李明辉 王宁

（新华社天津7月29日电）

暑期各地“研学游”升温，景区“人山人海”、排队“漫漫无期”……

火热“研学游”，更需“研学优”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胡璐）7月29日是全球老虎日。记者
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最新监测显示，
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约60只，比上世
纪90年代的20只左右大幅增长，分布
区继续扩大。

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
任张明海说，老虎是大型食肉动物，处
于食物链顶端，对栖息地条件要求极
高。其种群生存状况是健康生态系统
的重要标志之一。

多年来我国实施一系列保护老虎
及其栖息地的举措，包括在东北林区
全面停止森林采伐，将其列为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在分布区建立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多种类
型的自然保护地；严厉打击盗猎及走
私、非法经营虎产品行为等。

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
中心副主任冯利民介绍，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成立前，森林里食物链密度较
低，母虎很难把幼崽全部养活。“现在，
超过50%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野生东北虎
数量快速增长，呈现出向内陆迁移扩
散趋势。”

继2021年12月29日在大兴安岭
北极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隔50多
年首次发现东北虎的雪地足迹、粪便
及活动影像后，2023年5月30日，在
回收红外相机中再次发现东北虎影
像数据。相关研究人员表示，该区域
可能已成为所发现东北虎的重要栖
息地。

张明海说，随着东北虎数量增多、
分布区扩展，如何缓解人虎冲突显得
更加重要。未来需要深入研究老虎迁
移行为机制，全方位探究人虎冲突成
因和防范措施，为缓解人虎冲突提供
重要依据。

最新监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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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彭源摄

体验沙漠游的魅力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
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日答记者问表
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
裂立场，企图“倚美谋独”“以武谋
独”，不断乞求美国向其售武或提供
军援，强化与美军事勾连。他们的所
作所为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弹药库”，加剧台海兵凶战危。如
任由民进党一条道走到黑，青年只
能当炮灰。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美国政
府决定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值约
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此有何
评论？陈斌华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
地区提供武器。这一立场是明确的、
一贯的。

陈斌华说，“台独”是绝路。无论
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花多少
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买多少美国武
器，都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都抵挡
不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强大实力。

国台办：

民进党“以武谋独”
只会让台青当炮灰


